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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装配式建筑较为常见，其构件生产模式为工厂预制化，预制生产完成后再运送到现场开展装配作业，这种施工模式进一

步实现了工程的绿色建设目标，现场的建筑垃圾变少，且施工作业效率更高。装配式建筑构件大多为预制成型，为此其建筑电气设计较为

关键，实际设计中要根据工程建设需求完善节点设计，正确应用设计方法，确保构件预埋接线盒、预埋件及预留洞口等的准确设置，保障

电气系统的运行。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装配式住宅建筑电气设计方法展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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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配式住宅建筑概述 

装配式住宅建筑相较于传统建筑更具集成化特征，其由建筑结

构系统、内装系统、外维护装置以及建筑电气设备和管线系统组成，

其主要部分的构件均为工厂预制生产模式。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作为

最为常见的装配式建筑类型，建筑中的柱结构、楼梯构件、梁结构、

墙板以及叠合楼板等各个重要部分都需进场预制加工，加工完成现

场实施拼装作业即可。装配式建筑中各构件完成工厂的半预制加工

后运至现场，然后现场进行后续浇筑处理。具体来说，项目设计人

员先要进行建筑结构设计和电气设计，并绘制详尽的施工图纸，深

化设计图纸以及建筑构件额大拆分图，绘制完毕且通过审核以后，

构件预制车间依照图纸实施建筑构件的生产，期间进行线盒、线槽

以及洞口等的预留，便于后续装配施工时候进行各类管线设备等的

装配连接，最后再实施浇筑定型。现场施工中严禁对进场构件实施

二次加工，以免现场凿洞开槽等处理损坏预制构件，影响装配施工

质量，为此要求项目技术人员在构件预制前要提前做好设计工作，

确保装配式建筑作业的顺利推进[1]。 

2 装配式住宅建筑电气设计基本流程 

装配式住宅建筑的电气设计与传统建筑存在差异，其需遵守完

整性设计方针，展开全面的深化设计，并需进行科学的电气拆分。

实施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时，设计人员需结合项目施工图，并联合

其他各专业展开建筑的各节点电气设计，对建筑中照明设备、开关

装置、插座、配电箱以及各预留洞口实施准确的定位，并合理设置

尺寸且准确标准。装配式住宅建筑中，电气的拆分设计是电气设计

的常用手段，但其设计过程存在一定难度，要求参建人员和设计人

员协调配合，完善各设计节点的控制。电气设计人员在实际设计中，

要依照建筑的结构拆分图实施拆分设计处理，对于建筑各部分构件

要实施相应的电气设备定编号，准确定位线盒的预留位置，此外还

要明确强电箱和弱电箱以及导管暗敷位置，做好空洞预留，设定电

气线路走向，并实施安全有效的防雷接地设计，接地线布设和线路

型号选择要严格控制。 

3 装配式住宅建筑电气设计原则 

针对装配式住宅建筑展开电气设计的时候，以下几点原则需遵

守。第一，建筑中各电气管线与设备的布设应尽量精简，以便减少

建筑预制构件的种类，电气设计中也应考量建筑预制构件的规格设

计问题，要尽量降低构件的预制难度，便于其实施预制加工。第二，

设计中电气设计人员要注意各接线盒和孔洞预留点位的选择，其定

位选择要注意避让构件受力部位，同时还要注意，不要与隔墙的电

气设备直连。第三，设计人员布设插座装置，开关装置和消防设施

的时候，点位选择要符合工程电气设计规范。第四，电气设计人员

实施防雷接地设计时，要将建筑现浇砼结构中的钢筋，优先作为建

筑防雷引下线。 

4 装配式住宅建筑电气设计方法要点 

4.1 电气设计准备 

区别于常规建筑，装配式住宅建筑的电气设计时要做好准备工

作，电气设计人员要在设计前进行资料收集，明确各专业的建筑构

件预制情况，掌握建筑各楼层分布图，以及建筑各预制构件的分布

图等重要资料，如此一来才能够针对建筑中各户型实施全面的电气

设计，科学定位导管线路敷设位置，做好线路走向规划，明确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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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孔洞预留问题。 

4.2 电气机房、竖井设计 

对于装配式住宅建筑中的竖井和机房等的定位，电气设计人员

应谨慎选择，一般来说不应将其设置在建筑的预制构件中。实际设

计中，电气机房以及竖井的管线可沿着非预制构件的电缆线槽实施

布设，住宅建筑的强弱电机房可设置在建筑地下一层车库，设置电

气竖井时，可结合建筑核心筒展开定位设计[2]。 

4.3 户内配电箱/弱电箱设计 

电气设计人员进行建筑户内配电箱定位设计时，要注意规避预

制构件，将其设置在非预制构件范围内。建筑户内强/弱电箱定位设

计时，设计人员需满足其隔音需求，所选点位要安全且便于后续维

护。实际设计中可将其设置在建筑室内走廊，同楼层的配电箱应设

置在统一位置，为保障建筑户内箱的结构安全，电气设计人员应注

意控制其安装位置，不应将其设置在建筑的承重墙结构或者预制构

件上。如果建筑工程所用全部构件均为预制加工，那么电气设计人

员要提前做好户内箱安装位置的洞口预留处理。 

4.4 管线预留设计 

对于装配式住宅建筑来说，电气设计人员进行管线预留设计时

需注意位置选择，应在建筑吊顶内部，楼板垫层中，楼板架空层中

或者是墙体空腔内部实施管线预留。一般在装配式建筑中，预制构

件以砼结构为主，设计中多选择在楼板垫层结构中布设各电气管

线，期间设计师要密切配合建筑结构工程师，并应用 BIM 等先进技

术实施管线的碰撞检测分析，保证管线的预留设计效果。 

4.5 末端点位预留设计 

为确保装配式建筑各预制构件的正确制作，构件上的各预留点

位数量及尺寸准确，电气设计人员需要做好建筑各末端插座的点位

设计。期间要注意控制以下几点。第一，进行接线盒和箱体点位预

留时，电气设计人员要提前按照定制模数实施开孔定位。第二，电

气设计中，若需要在建筑预制墙上安装插座装置、开关，或者其他

电气设备，电气设计人员需要在墙体与之前，先完成接线盒安装定

位。第三，若电气设备管线需要在建筑的楼板中布设，电气设计人

员需提前进行深型接线盒的预留，若要保证接线盒的使用效果，其

线盒定位必须交由电气专业技术人员完成，随后建筑结构专业的技

术人员再对其定位实施复核。 

4.6 建筑电气大样深度设计 

电气设计对装配式住宅具体应满足如下要求。第一，对于需要

预留的孔洞、凹槽以及嵌入设备等，设计人员在预制模板上都应注

明嵌入深度、具体定位。其隔墙接线盒正视图如图 1 所示。第二，

预制模板上要暗装埋设的构件、导管和线路，需要明确型号及材质，

确定具体的数量和走向，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所有导管尽量选择 

PVC 材质。第三，预制模板预留的孔洞、凹槽等不能选择半预制半

现浇的形式，必须选择全部预制或者全部现场浇筑，孔洞、凹槽应

尽量定位于预制模板居中部位，与其边框距离不宜小于 100 mm[3]。 

 

图 1  隔墙接线盒正视图 

5 结语 

综上所述，装配式建筑当前在建筑领域颇受欢迎，其施工现场

相对环保，作业难度低且效率高，项目后期无需较高运维成本。但

现阶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于建筑内各电气设备的

使用需求更加多元化，装配式住宅建筑的电气终端点位在此种情况

下不断增多，各管线的布设更加繁杂，这就要求电气设计人员不断

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在电气设计中能够结合建筑特征和电气使用需

求展开实用性设计，科学绘制电气设计施工图，与工程其他各专业

协调配合，实现电气构件及管线的精准预埋和布线设计，保障装配

式建筑电气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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